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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第一辑获得了学界和读者的广泛好评，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与经济效果。
华东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教研室由于在教学科研上所取得的成绩，也于2010年被评选为上海市市级优
秀教学团队。
第二辑继续秉承第一辑编写的原始性、阶段性、工具性、连续性的原则，并按照2010年由上海人民出
版社出版的《刑事诉讼法学》(第二版)的体例编排，收录了2006年至2010年间与刑事诉讼法学有关的
文献资料(专著、教材、译著、经典案例和核心期刊的论文)，共分为刑事诉讼法学基本理论、审前程
序、审判程序、刑事执行程序与刑事赔偿程序、刑事证据法学、域外刑事诉讼程序六编及附录一和附
录二。
《刑事诉讼法学教学研究资料汇编(第2辑)(2006-2010年)》编写过程中，我们总结了第一辑编写时的经
验与教训，也吸收了读者反馈的意见，力求与教材相配套，力求为刑事诉讼法学课程的教学与研究提
供较为权威和完整的学术资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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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坚持中国应走对抗式诉讼模式道路的论者认为，我国实行对抗式诉讼模式是由我国刑事诉讼
现状决定的，也是诉讼基本规律使然，同时符合国际刑事诉讼的发展趋势。
并提出了相应的改革路径：强化控辩平衡，增强公平对抗的基本条件；强化法官中立，提高裁判公信
力；强化庭审对抗，调动控辩双方积极性；关注审前程序中的对抗，将对抗贯穿诉讼全过程。
反对中国走对抗式诉讼模式道路的论者认为，我国不具备建立对抗制诉讼模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是我国没有判例法传统；二是我国缺乏独具特色的律师业，辩护律师队伍的整体规模尚难以满足对
抗式诉讼模式的需求，而且英美法系法律家一元化的格局为对抗式诉讼模式的运行提供了得天独厚的
外部氛围，但在我国，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各行业彼此分离，相互认同度较低，甚至更多的是一种猜
疑和不信任；三是我国没有陪审团审判，庭审主持者与事实认定者两种角色合一，法官难以摆脱主动
性的姿态，控辩双方也无法完全取得程序的主导权。
还有论者提出了刑事诉讼美国化之忧思，强调要坚持大陆法传统，立足审问式诉讼的改革，因为我国
没有采纳对抗式诉讼模式的文化基础，而且美国刑事诉讼本身也面临着一些无法克服的弊端：美国的
刑事诉讼非常昂贵；美国的刑事诉讼对有钱人不利，容易造成社会不公；打击犯罪不利。
也有论者认为比是否引进对抗制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对抗制到底是什么以及它有哪些优点和不足。
只有把对抗制的优劣之处搞清楚，才能进一步思考要不要移植以及该如何移植的问题。
从真实发现论、程序公正论、权利保障论三大方面而言，对抗制既有优点也有缺点。
对抗制的优点在于：有效地防止了裁判者形成偏见，激励双方当事人去收集信息；充分地保障了裁判
者的中立性和被告人的消极自由不受国家机关的任意侵犯。
除了效率低下和裁判理性不足外，对抗制的最大缺陷就在于它适用中所产生的不平等。
2006年至2010年有关刑事诉讼模式的研究中，立足于本土来研究刑事诉讼模式的特点更为突出。
有论者跳出传统模式分类理论的窠臼，基于刑事和解制度的出现，提出了刑事诉讼的“对抗模式”与
“合作模式”的分类。
将被告人与被害人、被告人与刑事追诉机构达成和解协议为标志的新的诉讼方式定性为“合作模式”
，将建立在国家追诉原则基础上的诉讼模式定性为“对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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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刑事诉讼法学教学研究资料汇编(第2辑)(2006-2010年)》是高等学校法学教学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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